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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下“百枣园”
引来高人气

来到献县韩村镇南张白村，沧州元
早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枣果种植基
地，已进入硕果满枝的丰收时节。

枣果上市以来，公司负责人王晨西
每天都忙得站不住脚。除了游客慕名来
采摘尝鲜，还有不少客商前来考察枣果
品种，人气十足旺。

“别看我们这园子不大，但有30多
种鲜枣，大伙儿都觉得特别新鲜。而且
不少都是中早熟品种，每年8月下旬至
9月上旬是鲜食小枣的市场空白期，但
我家枣园就有成熟的枣了。”揭秘枣园
的高人气，王晨西打开了话匣子。

走进园里，果真是琳琅满目，让人
看花了眼。

一棵枣树上，吊坠的枣果稍长，下
圆上尖，呈锥形。

“这是马牙枣，因形似马牙而得
名。那边还有和它类似的月光枣，是在
马牙枣的基础上培育的精品。”

再向旁看，另一棵树上的枣儿通体
艳红。

“这是胎里红，从开花到结果都有
看头。它开紫花，结的也是紫色果实，
等到枣子慢慢长大，颜色渐渐变成红
色，最后变成艳红。”

四五厘米长，顶小底大，活脱脱缩
小版的葫芦，这是葫芦枣；外形略扁，
浑圆似蟠桃，是蟠枣；还有枝干弯曲，
观赏用的盘龙枣、拐龙枣；还有的枣
果，足有鸡蛋大小……这儿的枣果还真
有不少看头。

更让人意外的是，有些新、奇、特
的枣品，不仅在地里活力旺盛，还被王
晨西安排在花盆里安了家。

“这是枣树盆景，在南方特别受欢
迎，近年来，不少人特意买来当作礼物
送给亲朋好友。枣树盆景还受到了不少
白领的喜爱。”王晨西说，不同于其他

果树还要进行矮化处理，枣树做成盆栽
十分简单。“只需留一棵主枝，然后让
小枝条成长，当年栽树，不用开甲就能
结果，便于推广。”

别看这盆景里的枣树长得“袖
珍”，但市场空间广阔，身价也不低。

“一棵二三十元的枣苗，做成盆景后身
价能涨上两三倍。”

瞄准小酸枣
挖掘大商机

在“百枣园”里逛了一圈，才发
现，在“争奇斗艳”的枣品里，一种又
圆又小、看着很普通的枣果，种植规模
却最大。

“这是酸枣，可别小看它，虽然外
形上没啥奇特，但却是这些枣里用途最
广泛、身价最高的。”王晨西说，“春天
摘下的酸枣芽，可以做成茶叶，营养丰
富。酸枣的果肉可以做成果汁饮料。最
珍贵的，还是它的枣仁，在中医药治疗
中广泛应用，身价奇高。就连剥仁剩下
的枣核碎屑，都能用作活性炭，做成枕
头。”

也难怪“百枣争艳”，他却独爱十
分不起眼的小酸枣，因为这小小的“身
体”里，蕴藏着重振枣产业的大能量。

其实，早些年接触酸枣时，王晨西
也和其他农户一样，只当它是嫁接枣苗
可用的砧木。

一次，去酸枣核加工厂才了解，酸
枣多在山区野生，靠天生、靠天长，由
于每年产量都有限，所以身价一直居高
不下——每公斤枣仁能卖到 200多元。
更让他惊喜的是，酸枣仁药用价值极
高，在中医药治疗中需求广泛。

不仅如此，由于山区野生酸枣大多
无主，在市场需求的催生下，甚至有人
为了抢先占枣，截了整枝搬回家。“掠
夺采摘，山上的酸枣越来越少。如果能
发展规模种植，产量稳定，就是最大的
竞争优势。而且就算光要核，枣肉烂了

也没事，不怕收获期遇上连阴雨天气。”
一直寻求产业发展新机的王晨西，

决定抓住这个商机。在枣园里开辟实验
地，各地考察引来多个品种……虽然酸
枣种植是小众行业，他却满怀热情地探
索起来。

挖掘酸枣的药用价值，酸枣仁的药
性是决定因素。出仁率，也是提高产业
效益的关键。可诸多品种，怎么知道谁
是佼佼者？为此，他还联合沧州市农林
科学院的专家，一项项检验、一种种筛
选，用数据说话。春去秋来，品种筛选
实验，一做就是多年。

慢慢地，他们从几百个酸枣品种
里，筛选出了 30多个优质品种，继续
进行观察、选育。

“现在我们已确定了成熟的酸枣品
种，还申请了品种认定。目前，除自己
规模种植，还在进行市场推广。”掘金
小酸枣，王晨西不仅自己走在前列，还
带动起献县、青县等多地的农户也加入
到种植酸枣致富的队伍中。

接过接力棒
推广枣种植

“我爸从年轻时就致力于推广新品
种，建了这个园子。20多年间，不断
引进100多个品种，筛选、淘汰，这才
让园子里的枣树队伍越来越壮大。”早
些年，王晨西也曾在外经商。回到家
里，接过枣果种植的接力棒，源于一个
朴实又热血的想法——“红枣在咱沧州
有 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但近些年，
受气候和效益的影响，种植面积接连缩
减。我希望，能通过新品种的示范、推
广，为大家提供致富的新思路。”

王晨西直言，选育新品，不单只是
图新鲜，而是综合考量后，确实有不少
优势特点。“有些品种花期长、花盘
大，能坐住果，遇到干旱天气，坐果率
也比咱当地小枣高一些。还有的品种，
不光丰产，口感也好，而且就算雨水大
了，也不爱裂果。”

因为品种新、奇、特，在推广上，
王晨西也不走寻常路。他瞄准的主要客
户，是农业观光园、休闲采摘园、盆景
爱好者等小众群体。

“近些年，不少种植园走起休闲观

光路线，专门搜罗新奇品种，来旺人
气。别看咱沧州是有名的枣乡，但人们
接触到的无非就是小枣或冬枣，像这么
多新奇的品种不常见。再就是到了南
方，种枣的少，人们也觉得挺新鲜。”

遇到感兴趣的客商，他就主动提供
各项服务，精心设计种植思路。不同的
地区，地势不同、土质也大不一样，如
何根据地形、气候、土质安排品种，设
计株行距，都需要认真考虑。

传授技术，王晨西也是毫无保留。
南方客户不会种枣，有时候春天种下
了，水也浇了不少，看着树是发芽了，
但树根其实并没长好，没多久，树就风
干了。

王晨西了解情况后，及时传授给客
户让枣树保温保湿的技术，帮助一棵棵
枣树在南方扎下了根。

玩转网络销售，他还借助微信朋
友圈、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宣
传自家的枣品、苗木，将枣苗推广到
全国各地。培育种苗、嫁接管理、丰
收采摘……枣园就是他的拍摄素材，这
些视频让顾客对枣园有了更真实、深入
地了解，枣苗也因此走向了全国各地。

如今，每年春季，王晨西就能确定
全年嫁接订单，销售额达几十万元。秋
季时，鲜食小枣卖到 30元一公斤还供
不应求。一颗颗小小的药用酸枣仁，今
年每公斤更是卖到了近千元。

“其实咱枣产业里可以挖掘的潜力
不少，但现在很多枣农还不了解。尤其
是酸枣，这种高效、高价值的枣品，有
帮助枣产业走上良性循环的潜力，但并
没有被广泛认识。我们随时欢迎对酸枣
和特色枣品感兴趣的农户朋友来参观、
交流，重新振兴咱沧州的小枣产业。”
王晨西信心满满。

献县王晨西：

花式种枣 创意创富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金秋时节，任丘市乾基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桃果飘香。这里种
植的巨红冠桃因个大、汁多、口
感甜，深受市民欢迎。为拓展销
售渠道，除了进园采摘和进入市
场，公司还创新桃树认养销售模
式。桃子成熟后，不到一周就被
抢购一空。 金 洁 摄

不到10点，渤海新区黄骅市
羊三木回族乡羊四村的孝老食堂
内，就有三三两两的老人落座。
不一会儿，厨房传来叮叮当当的
声响，随着香味“占领”整个大
厅，食堂内的老人也多了起来。

“今天这个牛肉炖土豆，炖得
烂乎，咸淡正好。”老人张金元一
边吃一边夸。

听到这话，其他老人也忍不
住加入了“夸夸群”。

“豆角炒得好，入味，好
嚼。”“咱这鸡蛋汤给得实在，要
在外面，不得一碗顶两碗。”“俺
听说明天又给咱们改善了，蒸牛
肉馅的大包子，上次就有点吃多
了。”……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
屋内尽是热闹祥和的氛围。

今年 6月，羊四村的孝老食
堂正式营业，每天免费为村内满
75周岁的老人提供一荤一素一汤
的午饭。每周，还会蒸一次包子
或包一次饺子，为老人们改善生
活。

“从没想过能过上这么好的日
子，可得铆足了劲多活几年。”不
少老人感叹。

羊四村孝老食堂的成立，源
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

村党支部书记万俊男依稀记
得，两年前，他去张金元家时正
值饭点，患有白内障的老人忙着
炒菜。手一抖，油迸了出来，没
来得及躲闪，一下子溅到了手
上。听到“哎呦”一声，万俊男
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张金元已近耄耋之年，一人
独居，是村里的五保户。看着老
人笨拙地扒拉着锅中的菜，万俊
男心里很不是滋味。相继走访了
另外 7位孤寡老人后，让老人们
能“吃好饭”的想法，在他心中
生根发芽。

孝老食堂带有公益属性，要
想在村内建成并持续运营，并非
一日之功。

两年来，万俊男一边了解村
内老人养老情况，一边抓住机会
外出学习，同时，积极探索村集

体增收途径，为建设孝老食堂做
足准备。

“孝老食堂只是农村养老的一
个窗口，应该让更多老人在吃好
饭的基础上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老有所乐。”在学习了解
中，万俊男打开了思路。

盘活闲置资源、增加功能
室……羊四村“两委”也集思
广益，一个集用餐、娱乐、学习
于一体的“幸福院”初现雏形。

“幸福院”由村内一家废弃的
幼儿园改造而成，共 11间房屋，
目前已有 9间投入使用。除了孝
老食堂，还有图书室、舞蹈室、
棋牌室、休息室等功能室，让老
人“养胃”也“养心”。

“幸福院”建成后，不少老人
爱出门了，还没到饭点，就早早
来到了屋内。对于张金元这样的
孤寡老人来说，“幸福院”提供的
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来自家的
一股烟火气儿。老人们在一起说
说笑笑、拉拉家常，孤独感消减
了，生活更有奔头了，笑容爬满
脸庞。

让万俊男没想到的是，“幸福
院”涵养的文明新风，还悄悄蔓
延到了村内的各个角落。

有人争当志愿者，每天准时
来到孝老食堂为老人服务；有人
送来肉蛋奶，短短 3个月，仅捐
赠的牛肉就有50公斤；各种食物
更是多到冰箱都装不下……敬老
爱老的风尚形成，村民们的向心
力更强了，紧紧拧成了一股绳。

“以前为了村庄建设，涉及个
人利益的，都不愿意让步，现在
基本不用做工作，大伙儿就主动
来支持。”万俊男说。

“今后，我们还想继续发动爱
心人士捐款，并做好精神激励。
另一方面，想办法增加村集体收
入，改良盐碱地，提高旱碱麦的
经济价值，促进孝老食堂可持续
发展。”万俊男说，他们还想把

“幸福院”剩余的两间房屋改造成
健康服务中心和志愿服务站，让
老人们过上更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上个周末，位于海兴县高湾
镇的河北粮心旱碱麦文化产业园
热闹不已。建设多时的粮心旱碱
麦体验馆终于“揭开面纱”，吸引
不少人前来参观、体验。

“近两年，我们一直在策划旱
碱麦体验馆的相关内容，今年，
经过几个月紧张建设，终于初具
雏形。以后，这里就是科普、宣
传咱盐碱地上特色旱碱麦文化的
主阵地了。”产业园负责人张宝金
十分兴奋。

做好旱碱麦文章，张宝金一
直在探索。早在2014年，他就成
立种植专业合作社，踏上了旱碱
麦种植的“乘风破浪”之旅。一
开始，合作社主要规模化种植
老品种旱碱麦。近几年，为提质
增效，还优选良种“捷麦19”，扩
大推广范围。走上产业化发展道
路，张宝金还建起面粉加工厂，
专注优质旱碱麦面粉的加工与推
广。

来到旱碱麦体验馆，金黄的
麦穗门头让人眼前一亮。推门而
入，农业发展历史、农耕故事、
老物件及旱碱麦种植过程展示，
默默诉说着农耕文化和旱碱麦种
植的悠久历史。

视觉大餐后，“石磨旱碱麦”
“一面八吃”等体验环节更有趣
味。

“面粉好吃，还得知道怎么来
的。在石磨旱碱麦区，游客可以亲
眼看到一粒粒旱碱麦如何转变成白
花花的面粉。”张宝金介绍道。

一面八吃，则通过 8个不同
的灶台，展示旱碱麦面粉如何被
制作成各种面食。

香喷喷的面花自是不用多
说，这是盐碱地上人尽皆知的美
味。

挖掘本地传统美食，张宝金
还拾起当地的老手艺，用旱碱麦
面粉手工制作“长长饽饽”，衍生
出了“良章长寿馍”制作技艺，
获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大饼、面条、饺子……不同
配比的旱碱麦面粉，制作出的面
食产品各有千秋。

为了让旱碱麦文化的科普更
接地气，张宝金还特意创作了粮
心旱碱麦之歌和动漫视频。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一步细
化旱碱麦文化的相关内容，让其
更有吸引力、趣味性，争取打造
成为大朋友、小朋友都流连忘返
的科普基地。”张宝金十分期待。

建旱碱建旱碱麦体验馆麦体验馆
麦香浓郁寄乡愁麦香浓郁寄乡愁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近日，走进河间市黎民居乡赵召庄
村，聚祥源家庭农场的果园内，一颗颗
色泽鲜亮的西梅挂满枝头。果实饱满丰
盈，宛如璀璨的宝石，十分惹人喜爱，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我们一共种了10亩地西梅，今年
喜获丰收，不光品质和口感特别好，
产量也大幅增加，每棵树能产出约 40
公斤西梅，一亩地能收获 2200 多公
斤。”硕果坠枝，农场负责人李会响喜
上眉梢。

李会响说，聚祥源家庭农场自成
立后，一直专注特色果品种植。每年
自6月开始，李子、西梅、梨、苹果等
各种水果便渐次成熟。现在，西梅的
收获期可以持续到9月下旬。

除了在品种上尝鲜，在种植管理
上，他更是精心。园里能产出优果，
离不开他别具匠心探索的果园生草模
式。

“果园生草，并不是让树下长上
草，就不管了。而是等到这些草长到
一定高度时，再用机械除草。几个月
后，割落的草腐烂在地里，就成了天
然的有机肥。”在他看来，这些杂草是

增强果园有机质的好帮手。不仅如
此，地里有草，就有草荫，夏天地温
可以低上几摄氏度。冬天，草甸还是
土地的“棉被”，地温可以提高几摄氏
度。园里有了这层“绿衣服”，草根还
像是土壤的毛细血管，将地表的水全
都运送到地下涵养起来，起到供水、
排水的作用。

走自己的种植道路，李会响还是
有机肥的忠实用户。每年，他都要外
出寻觅粪肥，腐熟好了，再施回地里。

品类丰富、果品优秀、错峰收
获，如今，来这里采摘游玩的顾客不
少。

“这段时间，西梅的人气最旺。一
个新品种还没开园就卖光了，现在正
熟的蓝蜜西梅，也已经卖出去三分之
二了。依靠采摘、配送，每亩地能收
入4万多块钱。现在，园里的其他果品
也在陆续成熟，欢迎朋友们来采摘、
游玩、品尝。”李会响热情邀约。

一颗小枣能玩出什么花样一颗小枣能玩出什么花样？？

““ 生 吃生 吃 ”“”“ 香 脆 枣香 脆 枣 ”“”“ 枣 夹 核枣 夹 核

桃桃””……这是大多数人的答案……这是大多数人的答案。。

但如果你问献县的但如果你问献县的““8080后后””青年青年

王晨西王晨西，，他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早熟的特色品早熟的特色品

种采摘鲜食种采摘鲜食，，酸枣的枣仁能入药酸枣的枣仁能入药，，枣枣

树还能被做成盆景观赏……树还能被做成盆景观赏……””

种枣玩花样种枣玩花样，，销枣有巧思销枣有巧思，，发掘发掘

一颗红枣的致富潜力一颗红枣的致富潜力，，王晨西创意十王晨西创意十

足足——

草树共生草树共生草树共生 西梅丰收西梅丰收西梅丰收
■ 本报通讯员 左雪雪 吴 彪 本报记者 张梦鹤

王晨西带特色枣品和枣树盆景参加展会王晨西带特色枣品和枣树盆景参加展会

酸枣仁和酸枣核酸枣仁和酸枣核


